
从同化政策到多元文化政策
——谈印尼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变化

汤平山

【摘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印尼在苏加诺特别是苏哈托政府统治时期对华

人实行的强迫同化政策和瓦希德执政以来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影

响, 并分析了这些政策产生的国内外背景。

　　据史载, 中国早自唐朝末年就有中国人

移居到印尼。此后宋、元、明、清陆陆续续有更

多的中国人移居印尼。16 世纪, 印尼沦为荷

兰的殖民地后, 荷兰人经常到中国南部沿海

招募华工, 到印尼从事经济开发工作。清末鸦

片战争后, 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许多破

产的农民被迫流亡到南洋各地谋生。据统计,

到 1930 年在印尼的华侨华人已达到 120 多

万, 而到印尼独立后的 50 年代初, 华侨华人

的数量已达到 270 万左右。这些华侨华人散

居在印尼的各主要岛上, 从事以零售业为主

的各行各业。经过长期的经营, 他们在经济上

形成了一定的势力; 在文化上, 他们也兴办各

种华文学校和出版各种华文报刊, 并组织各

种华侨华人社团, 从而形成了具有华侨华人

特色的社区。

本文拟简要回顾和介绍苏加诺和苏哈托

政府时期对华侨华人实行的同化政策和瓦希

德政府执政后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 以及对

这些政策的分析和认识。

苏加诺和苏哈托时期的同化政策

1. 苏加诺政府时期实行的同化政策

(1)通过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使华

侨变成拥有印尼国籍的印尼公民。

由于旧中国实行的是“血统主义”的国籍

法和荷兰殖民政府实行的是“出生地主义”的

国籍法①, 因而使华侨普遍都具有“双重国

籍”的身份。但不论是独立后的印尼政府和新

中国政府都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 中国政府

和印尼政府在 1955 年 4 月签订了《中国—印

度尼西亚双重国籍条约》。根据该条约, 凡同

时具有双重国籍者可根据自愿的原则选择一

种国籍。该条约 1958 年 1 月 27 日正式生效。

据印尼政府估计, 至 1960 年在当时约 300 万

华侨中, 保留中国国籍者占 70% , 约 200 万

人, 加入印尼国籍者占 30% , 约 100 万人。由

于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在经济和文化活动上

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为了便于谋生, 加入印

尼国籍的华侨日益增多。到 1965 年苏加诺政

府倒台的前一年, 加入印尼国籍者已占华侨

的三分之二, 约 200 万人, 而保留中国国籍者

只占三分之一, 约 100 万人。

(2)在经济方面, 在“保护民族资本”的口

号下, 颁布一系列法令, 对原住民资本予以种

种优惠, 而对非原住民的华侨的资本加以种

种限制。例如, 限制华侨经营进出口贸易、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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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血统主义”国籍法是根据一个人的血统决定其国
籍, 而“出生地主义”国籍法是根据一个人的出生地方来决
定其国籍。



车、碾米、木材、纺织、卷烟、印刷和制冰等行

业。1959 年颁布第 10 号总统令, 规定外侨不

能在县以下的乡镇从事零售商业。受到这个

法令影响的零售华商多达 50 万人以上, 并导

致 10 万华侨被遣返回中国。

( 3) 在文教方面, 颁布《外侨学校监督条

例》, 限制华文学校的发展。从 1958 年 4 月

起, 只准许在州县政府所在地的 158 个地方

开办外侨学校, 使华文学校减少了一半, 学生

从 45 万人减少到 15 万人。对华文书刊等资

料的进口和出版也加以种种限制, 以尽量减

少华人文化的影响。

印尼政府通过上述种种措施, 使华侨在

生存环境方面感受到各种困难, 从而迫使华

侨加入印尼国籍, 逐步变成印尼公民, 最终达

到同化华侨华人的目的。

为了使广大华侨华人实现对印尼国家的

认同, 积极参加印尼国家的建设, 以国会议员

萧玉灿为首的华人于 1954 年 3 月成立了“印

尼国籍协商会”的组织, 主张华侨应积极加入

印尼国籍, 成为印尼公民, 在国家、政治、经济

等方面认同印尼国家, 为印尼国家建设作贡

献。但该协会不主张对华人实行同化, 而是主

张华人在保持华人文化特性, 作为一个享受

平等权利的一个部族或少数民族“统合”到印

尼民族中①。该组织由此而被称为“统合派”

(也有人译为“整合派”)。

与“统合派”的主张相反, 当时印尼政府

的军政官员和一些华人则积极主张对华人实

行同化。“同化派”认为应当通过同化来消除

华人的文化特征, 他们也不主张少数民族的

存在, 而是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为此他

们引用苏加诺的话:“存在有少数民族的民族

不是一个民族”②。当时, 在“统合派”和“同化

派”之间不断开展辩论。

为了促进同化工作的开展, 同化派在

1963 年 3 月 10～ 12 日在雅加达举行了“同

化问题协商会议”, 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作重

要发言的有当时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的纳

苏蒂安将军、统筹部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

民族阵线执行主席赫鲁·沙勒等重要军政官

员。这些人在发言中都强调对外来少数民族

(主要是指华侨华人) 实行同化的必要性, 以

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尼民族。会议最后发表了

有关同化问题的“声明”、“决议”和“纲要”等,

并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民族统一建设协会”的

机构。该机构的“纲要”写道: 要以“青年誓

词”和“建国五基”为基础,“建立一个完整的

没有各种少数民族的民族”,“同化至少必须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政治、社交、文化、

经济、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贯彻下去”③。所

谓“青年誓词”是指印尼青年在争取民族独立

斗争中于 1928 年 10 月 28 日提出的“建立一

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一个民族

——印度尼西亚民族, 一种语言——印度尼

西亚语”的誓词, 所谓“建国五基”, 是指苏加

诺在 1945 年提出的建国指导思想“民族主

义、人道主义、民主、社会公正和信仰神道”五

个基本原则。该机构后来任命了统筹部长鲁

斯兰·阿卜杜加尼为该机构的领导人。

由于“统合派”和“同化派”积极开展宣传

活动以及华侨在各个领域受到的限制越来越

多, 因而使加入印尼国籍的华侨日益增加。正

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到 1965 年苏加诺政府倒

台的前一年, 加入印尼国籍的华侨已有 200

万人, 约占当时华侨人数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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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同上引。

《在建立一个统一民族中的同化问题》, 转引自《南
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 年第 3 期。

见 S. W. 格里弗:《印尼华裔问题》, 雅加达, 1991
年版, 第 15 页。



　　2. 苏哈托政府时期实行的同化政策

1966 年苏哈托在镇压了“九三○运动”

和推翻苏加诺政府后上台执政。苏哈托政府

执政后, 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加紧对华侨

华人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的同化措施。1966 年

6 月颁布《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的第 37

号令, 从各方面对华侨华人实行限制, 其中包

括关闭所有的华文学校等。1967 年 12 月又

颁布《关于华人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第

14 号令, 禁止华侨华人公开举行中国宗教和

传统习俗的节日活动。1969 年印尼内政部又

颁布关于华侨华人改名换姓的第 6 号法令,

敦促各级政府加速华侨华人改名换姓的进

程, 也就是要求每个华侨华人都必须采用印

尼的姓名。在国籍问题上, 1969 年苏哈托政

府单方面地废除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双重国

籍条约, 后来出于加速对华人同化的目的,

1980 年颁布第 13 号令, 简化华侨入籍的手

续。华侨为了能够谋生, 几乎都加入了印尼国

籍, 变成印尼公民。除此之外, 还有关于禁止

出版和进口华文书刊的法令; 在宗教方面, 宣

布孔教为非法宗教, 鼓励华侨华人信仰伊斯

兰教; 在经济方面, 苏哈托政府认为华侨华人

资本属印尼国内资本而加以利用。

苏哈托政府执政后, 取缔了反对对华侨

华人实行同化的“印尼国籍协商会”, 逮捕了

被认为亲共的其领导人萧玉灿。相反, 主张对

华侨华人实行同化的“民族统一建设协会”却

能够大肆活动, 举行各种会议, 号召华人改姓

换名、关闭所有华文学校以及要求同中华人

民共和国断交等。

为了促进对华侨华人的同化工作, 在当

时雅加达特区首长阿里·萨迪金支持下,

1974 年 8 月 8 日由国家谍报统筹机构和华

人问题统筹机构等单位共同成立了“民族统

一建设机构”。该机构成立后在社会上积极开

展活动, 促进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相互接近①。

1977 年 10 月 28 日, 又成立了半官方的同化

组织“民族统一交流机构”, 其主要职能是: 为

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交流

提供机会和场所, 观察研究同化问题, 倡导有

助于同化的社会活动。该机构还专门出版了

名为《同化》的刊物, 专门宣传有关同化问题

的文章②。

苏哈托政府实行的全面强制性的同化政

策, 对印尼的华侨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使

华侨华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

过苏哈托政府 32 年的统治, 几乎所有的华侨

都已变成了拥有印尼国籍的印尼公民, 他们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全面认同印尼国

家, 视印尼为自己的祖国。中华文化基本上已

遭到灭绝, 华侨华人办的学校已全部关闭, 华

文报刊 (除官方允许存在的《印度尼西亚日

报》半面的中文版外)已全部停止出版也不准

许进口, 市面上华人商店的华文招牌也全部

取消, 40 岁以下的华人青年几乎已不会说中

国话和看不懂中文。

尽管华人几乎全部都已变成了印尼公

民, 但他们仍然常被视为“非原住民”而在政

治等方面受到歧视, 如他们在参政、参军等方

面受到限制, 甚至经常发生反对华人的暴行,

如抢劫、烧毁华人的商店财产等。最严重的就

是发生在 1998 年 5 月震惊世界的“五月暴

乱”, 使大批华人在财产生命等方面遭到巨大

的损失。

瓦希德政府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

1998 年“五月暴乱”之后, 苏哈托被迫下

台, 而由副总统哈比比接任总统职位上台执

政。一年后, 在 1999 年 10 月举行的人民协商

会议上, 瓦希德被选为总统并组成新一届政

府。

瓦希德执政后, 实行多元化的政策, 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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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上引书《印尼华裔问题》第 28 页。

上引书《印尼华裔问题》第 27 页。



不再歧视华人。他说: 华人是印尼社会大家庭

中的一员, 是和其他民族享有同等权利的少

数民族之一。在宗教方面, 宣布华人信仰的孔

教为合法的宗教。2000 年 2 月 18 日, 瓦希德

总统夫妇和梅加瓦蒂副总统夫妇等政府高级

官员参加了印尼孔教总会在雅加达举行的春

节晚会。瓦希德在会上宣布说:“我今晚来参

加由印尼孔教总会主办的庆祝春节晚会, 主

要是向孔教信徒们表示, 他们享有与其他教

信徒一样的权利。”① 在关于华人的风俗习惯

方面, 2000 年 1 月 17 日, 瓦希德签署第 6 号

总统决议书, 宣布撤消 1967 年颁布的限制华

人公开庆祝自己的节日的第 14 号总统决议

书。由此, 2000 年春节华人 30 多年来第一次

公开举行庆祝春节的活动, 人们载歌载舞上

街举行庆祝, 热闹异常。2001 年春节, 孔教总

会在农历正月初五举行盛大的庆祝会, 瓦希

德总统夫妇、人协主席赖斯及多名内阁部长

应邀参加。瓦希德总统在致辞中再次强调,

“印尼华族已经成为受到尊重的族群, 他们的

权利必须受到保护, 其信仰必须得到尊

重。”② 春节前, 瓦希德政府就宣布正式规定

春节为华人的正式假日, 并宣布鼓励华人恢

复使用传统的中文姓名。

在文教方面, 允许华人出版中文报刊和

举办中文学校。目前全国已有八九种中文报

纸, 如《印度尼西亚商报》、《和平日报》、《新生

日报》、《龙阳日报》等, 刊物有《新纪元月刊》、

《千岛》、《拓荒》等。在雅加达、万隆等大城市

也出现了许多中文补习班, 并积极筹办中文

学校。参加学习中文的不仅有华人而且也有

当地人。据报道, 为了在印尼推广中文教育,

印尼教育部已要求中国教育部协助培养中文

师资和编写中文教材等。目前, 印尼也有了中

文广播, 每天都能听到 5 小时的中文新闻和

文艺节目。今年 3 月, 印尼政府还宣布解除过

去长期实行的禁止进口中文书刊的禁令。在

一些城市, 也开始出现了出售中文书籍的商

店。

自从哈比比和瓦希德政府执政以来, 华

人也成立了几个华人政党和社团。政党有大

同党、中华改革党, 社团有印尼华裔总会、印

尼百家姓协会、国家团结联合会、印尼华裔青

年正义联合会以及各种同乡会和宗亲会等。

在 1999 年 6 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 大同

党也取得了参选的资格, 并在国会中赢得一

个席位, 而在地方议会中拥有十几个席位。在

瓦希德的第一届政府中, 华人郭建义被任命

为负责财经和工业的统筹部长。

总之, 瓦希德政府执政一年多来实行的

多元文化政策, 对印尼的华人族群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华人已开始被视为印尼多种族群

(或少数民族) 中一个平等的成员, 他们的政

治权利开始得到保障, 可以成立自己的政治

组织, 参政议政, 他们也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

文化和习俗, 使过去濒临灭绝的中华文化又

得以在印尼的土地上重新获得生机。中华文

化的存在和发展, 应该说可以使印尼的文化

更加丰富多彩, 而有利于印尼国家和社会的

发展。

同化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浅析

同化在民族学领域里是指一个民族因受

另一个民族的影响而失去原有的民族特点。

民族同化可分为自然同化和强迫同化两

种。自然同化是两种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在没

有压力的情况下, 通过通婚或文化上的相互

吸收等因素而逐渐地自然地融合成一个民

族。就以印尼来说, 中国人早在一千年前即唐

末时期就有人移居印尼。这些早期移民大都

是中国男性, 他们到了印尼后与当地妇女结

婚, 并且接受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俗, 经

过数代人的演变, 这些中国人逐渐同化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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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考消息》2001 年 2 月 8 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 年 2 月 19 日。



地人。印尼总统瓦希德就自称自己有华人血

统, 祖先叫陈金汉, 后来移居印尼①。

与自然同化相反的是强迫同化。强迫同

化是通过外部的压力, 用强制性的办法来实

现民族同化。强迫同化实质上是民族压迫的

一种表现, 由于违背自然规律而往往难以实

现。苏加诺和苏哈托实行的同化政策, 都是属

于强迫同化, 不过与苏加诺相比, 苏哈托的同

化政策更带有强制性。

苏加诺政府和苏哈托政府实行的同化政

策有其产生的国内外背景。

从国内方面来说, 苏加诺政府的领导人

大都是民族主义者, 以苏加诺总统来讲, 他是

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领袖, 他强烈

反对殖民主义的统治, 主张建立一个独立和

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对待民族同化的问题上,

他也赞成对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实

行同化政策。例如 1963 年 2 月 22 日, 他在接

见主张对华侨华人等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

的青年代表时说:“我赞成青年们通过同化的

途径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和消除印尼民族机体

内的排他主义的努力”,“存在有各种少数民

族的民族不是一个民族”②。不到一个月, 即 3

月 12 日印尼就成立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民族

同化机构即“民族统一建设协会”。

此外, 印尼独立后, 继承了荷兰殖民统治

时期将居民分成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做法,

对原住民, 印尼政府强调要保护他们的利益,

而对非原住民则采取歧视性的政策, 对他们

的各种活动加以限制。华侨华人的经济和文

化被视为“殖民主义的残余”要加以消除。

苏哈托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 但他又是

反共反华者。他上台时镇压了大批印尼共产

党人, 迫害进步的华侨华人, 并中断了同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由于反共反华, 他仇

视并要消灭中华文化, 因而就决定对华侨华

人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的同化政策。

从国际背景方面来看, 20 世纪 50～ 60

年代, 当时美国正在东南亚积极扩张, 拉拢东

南亚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 所以当时

多数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或中断

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这些国家往往因为怀

疑当地的华侨华人“效忠于中国”, 而对他们

进行限制甚至迫害, 因而要加紧对他们进行

同化。另外, 还应提到, 当时也流行美国的“熔

化炉论”(T heo ry of M elt ing Po t)的思潮。熔

化炉论是一种同化论。按照这种理论, 少数民

族要熔化到主体民族中以达到民族同化的目

的。印尼学者维波俄 1999 年在其编辑出版的

《重新思考和论证华人问题》一书中指出, 印

尼的同化政策是“以熔化炉理论为依据的。一

个少数种族要熔化入一个更有影响的种族

内, 比如华人是外来移民, 要熔化到爪哇族

内, 华人就要消除全部区别点, 包括作为华人

的特性, 然后熔化为一, 成为爪哇社会文化的

一员”③。

与同化政策相反, 多元文化政策主张保

持和发展各种族和民族的文化特性、传统和

价值观, 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优点, 允许各种

文化的存在, 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文化更加丰

富多彩, 从而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瓦希德的多元文化政策也有其产生的国

内国际背景。

从国内方面来看, 随着苏哈托专制政权

的垮台, 印尼进入了一个自由民主时代。苏哈

托过去推行的各种反民主和种族歧视政策受

到了深刻的批判。围绕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和

同化政策, 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和举行研

讨会。一些学者指出:“苏哈托政权自 1966 年

以来执行的华人同化政策已完全失败, 应该

重新思考和拟定新政策, 向美国和其他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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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华人同化政策的失败》, 载《华侨华人资料》1999
年第 5 期。

《在建立一个统一民族中的同化问题》, 转引自《南
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 年第 3 期。

《联合早报》1999 年 10 月 25 日。



学习, 对外来移民采取开放多元政策。”① 印

尼著名的人类学教授乌斯曼比利博士说:“苏

哈托政权在 1966 年上台后, 决定解决华人问

题的惟一办法是给予同化, 然后就制定各种

条规和法令以执行这一政策, 政府间接地排

斥了其他思路, 包括像美国和其他许多大国

的办法, 即开放多元文化, 让外来移民照旧拥

有自己的文化。”②

从瓦希德本人的经历和思想来看, 他本

人是文化多元论者。他从小受爪哇传统回教

教育, 后来又到著名的埃及回教大学阿查哈

大学和伊拉克巴格达大学学习伊斯兰文化和

历史, 此后又前往德国、法国和荷兰等地学习

西方文化。瓦希德的这种经历和学历, 使他拥

有东西方文化的知识, 形成他多元文化的世

界观。瓦希德后来担任了印尼最大的伊斯兰

组织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主席, 但他不主张

建立伊斯兰教国家, 他主张宗教的多元化。瓦

希德曾说:“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及其所属政党

民族复兴党主张印尼的文化应当多元化, 不

仅是宗教的, 而且是民族的, 同时还应当接受

外来的。”③ 瓦希德不仅是文化多元论者, 而

且也是一位历来主张民主政治的人。瓦希德

在 1990 年被选为印尼民主论坛的主席后, 在

苏哈托专制统治的年代, 经常大胆地发表主

张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讲话和文章, 而深

得民心。

从国际背景来看, 90 年代以来, 中国和

东南亚国家都已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 并且

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已成为东盟国家的对话

伙伴国。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

位的提高, 中国和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的经

济和文化交流也日趋增多, 中文也已成为一

种重要的世界语言。

曾在五六十年代流行的“熔化炉”同化论

也已更多地被多元文化论所取代。由于美国

和西方一些国家不断开展反种族歧视和民权

运动, 多元文化的思潮日益在西方国家盛行,

并逐渐成为这些国家的民族政策。这种思潮

反映到东南亚国家来, 也逐渐被东南亚各国

所接受。所以 90 年代以来, 东南亚各国在谈

论华人问题时, 已不再强调对华人的同化, 而

更多地谈论怎么发挥华人传统文化的作用。

当然, 我们这里也要指出, 实际上当今东南亚

地区的华人, 绝大多数已变成拥有当地国籍

的公民, 或者说已成为当地国家民族的一个

组成部分, 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和文化传统

已日益受到重视和尊重。

总之, 苏加诺特别是苏哈托政府多年实

行的全面强制的同化政策, 试图消灭华人文

化, 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 也是违背民族平等

的原则的。而瓦希德政府实行的多元文化政

策更符合时代的潮流和民族平等的原则。环

顾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 我们不难看到那些

实行多元文化和民族平等的国家, 其民族关

系是和谐的, 政局是稳定的, 经济是发展的;

反之, 则充满了民族冲突、政局动荡, 经济发

展受影响。

最后, 还要指出, 瓦希德执政以来实行的

多元文化政策已使印尼华人社区面貌发生了

可喜的变化, 但时间毕竟才有一年多, 所以过

去歧视华人的条例尚待全部废除。旧时代遗

留下来的歧视华人的影响也有待消除。我们

相信瓦希德政府若能长期执政是会逐年这样

做的, 而且即使瓦希德政府被取代, 其接任者

也会这样做。因为这符合时代的潮流, 并且有

利于印尼国家的发展。

(作者单位: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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